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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来，大学生不良网贷带来的负面影响

受到广泛关注，更有某大学生由于迷恋足彩，通

过网络借贷博彩，欠下 60 多万元巨债，因无力偿

还、陷入绝望，最后自杀身亡，令人惋惜。当下，

有关方面应对不良的网贷行为依法规范，对有违

法犯罪行为的现象要依法从严处罚。

分析大学生在不良网贷中需要承担法律责

任的情形，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大学生大部分

都超过 18 周岁，属于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按

照 法 律 的 规 定 ，应 该 对 自 己 所 做 的 行 为 负 责

任。因此，出现大学生不良网贷的事情也不能

把责任全部推到公司身上，大学生本人也有很

大的责任。其二，有的学生参与不良网贷实施

了犯罪行为，侵害了其他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在犯罪行为实施者无法还款、或根本就没想还

款的情形下，由于受害人的信息被滥用实际上

并没有参与网络借贷，结果身陷其中，情形更加

复杂。其三，大学生创业，有的把代理不良网贷

作为创业项目，有的把不良网贷当成合作伙伴，

这种情形下，创业大学生可能会由于不良网贷

而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大学生不良网贷中存在的法律问题，笔

者有几点建议：

一是要引导大学生正确的消费理念和观念，

同时提醒学生在网贷之前要对网贷做充分的了

解，特别是利息收取方面。由于大学生社会经验

少，对不良网贷了解不多，很容易被不良网贷所

吸引。同时也要加强学生对个人信息管理的观

念，防止别人拿自己的个人信息去网贷。

二是在大学开设法律课程和法律知识的讲

授，引导大学生良性消费的同时，更要让学生知

道哪些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以及合法权益被侵

害后如何保护，很有必要在大学开设实用法律课

程并至少包括《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刑法》

等方面的内容，既可防止侵犯别人的权益，同时

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保

护自己的权益。

三是加强对规范网贷公司行为的法律完善

和违法犯罪的处罚力度。进一步规范网贷公司

的行为，要明确网贷公司要对其网贷产品的内

容，比如利息、还款方式以及还款不能的违约责

任有明确的书面的告知义务；要明确网贷公司严

格执行在放款之前的通知大学生父母，确认父母

的态度，否则网贷无效；要控制网贷额度；同时要

加强对大学生不良网贷的管理，如网贷公司对大

学生采取威胁、恐吓或非法拘禁行为的，要依法

加大惩罚的力度。

（作者系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从法律视角看大学生不良网贷事件

“上奥数班要趁早”“暑假不学，跟不上进

度”……暑期以来，比上海的高温天还要“热”的，

奥数班算一个。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家长出于小

升初“择校”考虑，给孩子报名参加奥数培训，个

别孩子甚至同时上三四个奥数班。本该放松身

心的暑假，变成比平日更忙更累的“第三学期”。

专家表示，奥数学习不适合所有孩子，而一

些培训机构受利益驱动，夸大奥数在升学中的作

用，导致“奥数热”失去理性。

谁在“制造”奥赛焦虑？

为何让孩子学习奥数？多数家长并不掩藏

自己的“功利”：“就是为了冲杯赛，拿名次，增加

升入初中名校的机会。”

家长林女士相信，尽管奥数竞赛得奖在小升

初时不加分，但是有证书一定会有“印象分”。另

外，无论是一些学校小升初的附加题，还是校内

数学考试最后一两道题，难度都比较大，学习奥

数对于提高成绩会有所帮助。

家长的态度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

院副教授伍青生的调查基本一致。他指出，小

学 生 学 习 奥 数 的 原 因 依 次 是“ 为 了 升 入 好 初

中”“能提高校内数学成绩”“提高逻辑思维和

数学能力”，而“培养孩子对数学的兴趣”则是

最末的考虑。

家长的焦虑情绪，更来自于培训机构的“步

步相逼”。一位家长表示，本来只想孩子在平时

周末上奥数，暑假去学习游泳等体育课程，但培

训机构说，暑期课程也算入教学进度，不上的话，

秋季开学后的课程孩子肯定跟不上。无奈之下，

只好一次性把暑假和秋季的学费都交了。

“培养数学思维要趁早，早点学就能学得更

好，最好从小学一、二年级就开始，现在幼儿园开

始学的也不少。”某培训机构教师给出“建议”：先

半年半年地学，等有了基础就可以考虑报竞赛冲

刺班。“当然也要看小学读什么学校，如果是教学

抓得紧的民办小学，孩子可以直接准备竞赛。”

在“奥数热”大背景下，除培训机构开始课程

外，不少网络学习平台也推出了种类繁多的暑期

奥数课程，如一年级奥数启蒙、小学数学思维训

练营、小学奥数全程班等，并打出“名师直播授

课”“足不出户、灵活学习”等招牌。

让奥数回归“小众运动”

本是“小众运动”，却异化成了“大众项目”，

“奥数热”的背后是无数家长和学校的无奈，而最

大的受害者无疑是孩子。

“奥数本来就不是为大多数人准备的。”第 56

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队主教练、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熊斌说，学有余力且对数学有相当兴

趣的学生才是学习奥数的最佳人选，所有孩子不

管适不适合，一窝蜂学习奥数，不利于学生的健

康成长。“教育应该让不同特长和兴趣的学生在

不同学科上都有所发展。”

国际知名数学家丘成桐也指出：“任何竞赛

若能引起学生兴趣，那是无可非议的，但若仅仅

为了应试和加分，这样的竞赛对学生而言豪无益

处。”

近年来，各地相继取消奥赛获奖者高考保送

资格及奥赛高考加分。熊斌认为，这有助于弱化

奥数学习的功利诱惑，使奥数锁定更合适的学习

人群，但在重点城市的小升初、初升高招生中，

“奥数热”降温并不容易，不仅需要继续剥离奥赛

在升学中的“附加值”，还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总

量，缩小校际和区域差异，并建立更加多元、科学

的招生选拔机制。

伍青生建议，应进一步规范民办初中招生政

策，引导其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避免部分家长

感知的“奥数至上”“证书至上”倾向。同时，要加

强对奥数竞赛的监管，避免竞赛泛滥；督促社会

培训机构市场活动更加透明、公开、有序，严厉查

处误导、欺诈等违法行为。

据了解，近年来，上海多所民办中小学也采

取向家长开放面谈现场等方式，引导家长和学生

对奥数学习形成客观、理性认识，避免盲目跟

风。“我们不在乎学生的目前成绩是否全优，也不

是要找早学、抢学的‘牛娃’，我们更关注孩子的

基本素养和他未来的潜力，学校会积极帮助他们

开拓潜能、个性发展。”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

中学校长赵勇奋说。 （据新华社）

假期变“第三学期”孩子的“奥数噩梦”何时休
文·吴振东

“生活费用完了，又不想问父母多要。”今年

6 月，大三的孙一轩和朋友出去旅游，没钱花了，

苦恼之际，经朋友介绍，通过趣分期贷款 2000

元。孙一轩说，对方要求分为 9 个月进行还款，

总共收取 200 余元的利息。“我打算通过兼职，发

发传单，多挣点钱。”聊到还贷款时，孙一轩不停

摇头叹息。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流行，大学生网

络分期贷款业务在高校走红。对于有较强消费

需求而又没有固定持续收入的大学生来讲，用

“校园贷”借款，无疑方便、快捷、门槛低。记者走

访了几所大学，发现校园内充斥着各种贷款广

告，“本校小额贷款，安全快捷，随借随贷，当天放

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

校园贷疯狂来袭 大学生偿还得起吗

郑州科技学院的选手在展示用手机控制的“互联网+”智
能照明系统。8月10日，河南省首届智能制造（工业4.0）创新
创业大赛在荥阳市中原智谷创新创业综合体举行。大赛聚焦

“智慧工厂以及智能装备”“机器人”“3D打印”和“智能家居”
四大热门专业领域，吸引了省内众多智能制造企业、科研院
所、高校等在内的创业者积极参与。 （视觉中国）

首届工业4.0
创新创业大赛在豫举办

无独有偶，在山西念大学的刘晨，因手机摔

坏了，害怕告诉家里人，便通过某网贷平台进行

贷款，“凭学生证借款，当天下款，半小时拿钱”，

刘晨告诉笔者，贷款 3000 多元，需支付利息 300

多元。贷款也“上瘾”，有过一次贷款经验后，刘

晨开始陷入网贷的深渊。“生活费用完了，想买的

东西有点多。”刘晨称，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购买欲。

在众多的校园贷受害者中，孙一轩和刘晨的

经历还算“幸运”。近日，多地大学生因无力偿还

借款，“跳楼”“自杀”“卖器官”“裸持”等悲剧屡

屡上演。为一探贷款内幕，笔者在 QQ 输入“大

学生贷款”，竟搜索出近百个贷款 QQ 群。随后

笔者申请加群，标志着“大学生创业贷款、助学

贷款、凭学生证办理”的贷款群，群成员高达几

千人。笔者发现，这样一些 QQ 群，二十四小时

滚动刷屏着各类贷款消息：“一手放款，绝无前

期。只要你是在校大学生，需要钱就来找我”

“分期乐、趣分期、优分期、爱学贷，全额套现，部

分秒到”……

随后，一名自称是“贷款工作人员”的网友向

笔者发送窗口抖动：“需要资源吗？”该名男子

称：“出售女大学生裸条资源，普通打包 30 元，

优质打包 80 元。指定地区详谈，买优质送普

通。”该男子甚至表示：“卖的不是视频和图片，

而是联系方式，可提供上门服务。”笔者佯装不

相信，对方立即向笔者发送部分无码资源，而在

这些照片中，疑似女大学生的受害人均手持身

份证，该男子表示：“目前资源近 1 个 G，每天都

在更新。”笔者了解到，这些女大学生因借款逾

期无法还款，被迫要求“裸持”，且借款周利息高

达 30%。这些裸照作为借款抵押，借款方称“不

会流出”，但笔者发现，网上已有不少人在微博、

微信、贴吧公开出售。

紧接着，笔者登录某学贷官网，在首页“在线

咨询”处咨询了客服人员，1 号客服的第一个问

题是“学历如何”，笔者报出“本科即将大三”后，

客服称“你这种情况，可以贷款 2 万元。”客服表

示，“办理下款后，收取百分之六手续费。”之后，

该名客服便一直催促笔者发送“本人姓名、电话

号码、身份证号码、家长姓名和电话、银行卡号”

等信息。

不良校园贷乱象频发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发

布《全国大学生信用认知调研报告》，报告显示，

在弥补资金短缺时，有 8.77%的大学生会使用贷

款获取资金，其中网络贷款几乎占一半。而另一

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高校学生样

本中，有近 50%的学生认为逾期不还对未来个人

工作和生活造成的影响不严重或不了解。

大学生缘何屡屡中招？伦敦大学学院心理

学博士、国际教育学专家陈志林在接受科技日报

采访时表示，大学生容易被骗是由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以前国家没有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许多家

庭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爱的包围下成长，不懂

得社会与人心的复杂。部分城市孩子家庭条件

相对优越，家长在培养时过分注重成绩分数，往

往忽略了孩子理财观念和财商能力的养成。而

部分农村孩子，在隔代教育中长大，他们从小对

钱比较敏感。长大后，不愿意再问辛苦赚钱的父

母索要过多生活费。当钱不够花时，便选择网络

借贷这种看似便捷的方式。

陈志林还表示，这与国家教育和家庭教育

也有很大关系。一直以来，我国强调素质教育、

全面发展。但很多家长观念传统，认为孩子只

要考上名牌大学就万事无忧。整个教育过程

中，学生受到最多的就是智育，而在其他方面，

如德育美育包括财商、情商的培养，都是教育缺

失的部分。

为什么中招的总是大学生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袁立壮告诉

科技日报，当下许多大学生节俭、刻苦的品质不

够，消费观不成熟。部分学生存在攀比心理，追

求名牌包、名牌表等。加上大学生法律意识淡

薄，社会经验少，对物质诱惑抵抗力差，虚荣心

强，容易冲动消费。在种种诱惑之下，贷款就成

了满足这些诱惑最直接的渠道，却不知“裸条”等

校园贷的本质其实是高利贷。

今年 4月 13日，教育部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

育引导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对校园不良网络

借贷监管力度，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

机制，加大学生消费观教育力度，加大金融、网络

安全知识普及力度，加大学生资助信贷体系建设

力度，帮助学生增强金融、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陈志林称，当孩子发生借款无力偿还的悲剧

时，作为家长，不能一味指责、打骂，相反，应该包

容、劝慰孩子，让孩子更理智地认清这个社会，让

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帮助他们走出阴影。陈志

林建议道，希望大学里面多开设一些基本生存教

育课、理财课、人生规划课、基本法律认知课以及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通过这些课程让大学生能够

真正全面发展，而不是重理论、轻实践。

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黄学宏表示，校园贷

的根源在于贷款平台的低准入，很多贷款平台

仅需要大学生的身份信息就能提供贷款。大

学生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应当选择报警，让警

方介入，对贷款平台的资质、贷款方式、利率等

进 行 调 查 ，以 确 定 是 否 有 涉 嫌 违 法 犯 罪 的 行

为；其次，向学校、家人如实反应所遇到的经济

困难，寻求救济，避免产生极端想法；最后，要

减少此种现象，相关部门理应对贷款平台加强

监管，避免大学生在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下陷

入深渊，不能自拔。

河南优泽律师事务所张路羽强调道，大学生

维权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

定，借款的本金以实际借款人所收到的款项为

准，而并非完全依赖于债权凭证上的记载。借款

利息，最高年利率不能超过 24％，超出部分可以

不用偿还；如果因刷单行为被贷款，自己并未收

到贷款却要偿还贷款，则可能涉嫌诈骗。要及时

报警立案，维护自身权益；若被追债时，存在限制

人身自由或者殴打辱骂、甚至将隐私照片公布的

情形，则属于违法，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犯

罪。第四，加强自身法律意识，量力而行不随意

贷款。

如何打一场维权仗

大学生陷网贷圈套：借3500元买手机要还10万

哈尔滨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创业大赛日前在哈工
大体育馆举行。 （视觉中国）

哈尔滨大学生
机器人创业大赛拼创意

8月 10日，在济南皇亭体育馆内，4000余名“考研大军”
在听一位老师上大课，现场十分壮观，堪比奥运现场。随着就
业形势的压力，不少大学生开始纷纷加入到考研大军的队伍，
通过考研来缓解就业形势。尽管天气十分炎热，也抵挡不住
考研族的热情与拼搏。 （视觉中国）

现场壮观堪比奥运
4000“考研族”体育馆上大课

8月 14日，第 31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上海开
幕。这项有着30多年历史的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每年吸引
了1000多万青少年开展科技创新课题研究，已成为青少年科
技创新活动成果的集中展示，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科技交流的
一次盛会。 （视觉中国）

东北育才学校学生展示多
维度传感在VR中的应用


